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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毛泽东在其诗词中大量运用口语体战斗性语言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及文化背景$

该语体寄身于中国古典诗词体$二者近乎完美的嵌合增添了诗词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现有的

英译本对此语言特色的处理亦各有千秋$基于风格翻译论对比分析战斗性语言特色英译过程

中所产生的分歧有利于毛泽东诗词的内核更好地展现给英语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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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同时也

是不可多得的语言艺术大师!他所撰写的诗词独

具高格!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

文化遗产# 随着毛泽东诗词译作的陆续问世!从

不同角度研究其英译本的著述方兴未艾# 本文以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斗性语言为切入点!并基于风

格翻译论来分析语言中寄身于中国古典诗词体的

口语体特色及其英译!以期拓宽毛泽东诗词英译

本研究之视角#

二&毛泽东诗词中之战斗性语言

英汉两种语言中均能发现震撼读者灵魂(威

慑敌人心魄的战斗性语言# 该类语言用以唤起人

们的斗志!呼吁号召人们以激烈暴力手段进行斗

争!多半见于战争年代并为之服务# 国家领袖的

著作及演讲文稿中出现的战斗性语言不仅具有这

种语言功能!更具有号召性与感染力# 战斗性语

言具有三大特点*以口语体为主!言语表达慷慨激

昂!主要服务于战争年代)句式无过多雕琢!以简

单句为主!重在唤起斗争者即刻的情感共鸣)句意

凝练明了!指向明确# 毛泽东在其诸多诗词中采

用了战斗性语言!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农民暴动的

惊天动地!如.西江月5秋收起义/)红军战士旺

盛的士气与井冈山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气

势!如.西江月5井冈山/)红军战士冲锋陷阵的

英雄气概!如.清平乐5蒋桂战争/等不一而足#

战斗性语言出现在毛泽东诗词中有其深刻的社会

历史原因# 毛泽东所处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政

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

期#&$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俞金戈等译!#%NH*

!NM'积重难返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使得文学作品

有了一种艺术的深度!%中国现代文学从0文学革

命-走向了0革命文学-&# 毛泽东诗词中斗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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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语气豪迈的战斗性语言的生成与这一文学(政

治与革命三者交织起来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在翻译该类语言的时候就不能轻易削弱其

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独具的语言功能#

三&毛泽东诗词中战斗性语言之风格

特色

%作家的风格也就是作家的全部个性!0风格

即人-!就是这个意思# 风格的基础就是语言&

$方梦之!!""$*#K#'# 毛泽东宽广的胸襟(所处

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他的军旅生涯造就了其诗词

中浩然与豪迈的战斗主旋律!而填词于中国古典

诗词词牌又为之平添典雅之风!滋生出一种独特

鲜明的语言风格#

张智中将毛泽东诗词语言风格的特征之一概

括为%11口语与书面语相结合!或曰雅俗兼备&

$张智中!!""N*!G%'# 以战斗性语言为视角!毛

泽东诗词的语言风格虽可以说为雅俗兼备!却主

要是以口语体的语言为基调的# 古体诗歌本该是

高雅的语言风格!然毛泽东将体积庞硕的口语体

语言移就在中国古典诗词体中!有其深刻的文化

及时代背景# 其一!文学态势中出现的%我手写

我口!古岂能拘牵&及%适用于今!通行于俗& $钱

理群等!#%%N*G'的 %白话文运动&# 其二!中国处

于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整体的文化素

质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通俗易懂的%民

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有利于发动民众推进

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其三!毛泽东在.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及的%我们的

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选

集!第三卷!#%HN*N!"'# 他强调文艺作品要采用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 因此!毛泽东诗词既成为大

众的文艺!又不啻为战斗的号角# 如.西江月5

秋收起义/中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11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中的%叫&%重

重&%个个& %要向潇湘直进&及%霹雳一声暴动&

中的%要向& %一声&)再如.清平乐5蒋桂战争/

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中%收拾& %一

片&%分田分地真忙&等等# 除此之外!这种口语

体风格是通过中国古典诗词格式及韵律来表现现

代革命战争内容的!这在形式上与西方文化中多

以演讲体裁为载体的战斗性语言大有区别!是中

国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

范# 这与毛泽东本人知识范围广博(对中国古典

文化的热爱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其所倡导的%古

为今用&原则的有力印证# 例如.长沙/填词于词

牌名.沁园春/!格式齐整!韵律和谐!全词彰显了

中国青年的风发意气与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寄诗人豪迈慷慨之情

于词牌名.西江月/!上下两阕字数分明!语言生

动形象!蕴含力量千钧)著名的.长征/与.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又是援引中国古诗七律格式!韵

律和谐!词语对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口语体

与中国古典诗词体恰如其分的结合既丰富了战斗

性语言的内涵!其外在形式更是言简意赅!读来如

咚咚战鼓# 同时!战斗性语言所寄身的古典诗词

体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因而有着即使有翻

译手段的介入其他语言也无法替代的民族文化特

色!对其英译的优劣得失进行探究有利于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精髓更好地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四&毛泽东诗词中口语体战斗性语言

特色之英译

基于翻译的角度!译语的完善不仅需要探讨

文体学所分析的文学家的文学风格或作家的语言

特点!而且需要对原语与译入语在%特定的社会

环境使用的语言变体&和%语言都依据使用地点(

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 $方梦之!

!""$*#HH'即语言所属的语域进行分析# 通过比

较毛泽东诗词中战斗性语言的多元译本!可以发

现译者译诗时对战斗性语言的语体(口语体语言

所蕴含的语气以及体现其语体及语气的词汇的语

域及涵义的把握(对口语体战斗性语言具象性的

正确理解(对诗词格式及韵律的恰当处理!均会影

响译本的忠实度与可读性!译语读者体会该语言

独特的表现形式与欣赏字里行间所蕴涵的蓬勃力

量的美感也会与中国读者产生差异#

"一%语域

%语域$[735<?7('指语言社会交际范围的大体

分域!不含有褒义或贬义# 我们可以将英语词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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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782 a7>7/<大体分为三级*口俗用语$1+//+L

4,5./W+(:<'(一般用语$g7-7(./W+(:<'(正式用

语$O+(_./W+(:<'或书面用语$a5?7(.(9W+(:<'&

$刘宓庆!#%%N*#HH'# 毛泽东诗词中的口语体战

斗性语言诞生于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环

境!而诗人高超独特的语言驾驭能力又使其登上

了诗词的大雅之堂# 这与普通交际里多采用疑

问(感叹(祈使(短句和单句等的口语体语言特点

有相通之处!却别具特色# 因此!翻译过程中需要

考虑语域中语体的交叉及译词的选择!其雅俗程

度应与源语实现基本对等# 以.西江月5秋收起

义/中的诗句为例*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

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向飞!

!""!*$#'这两句诗词用以形容秋收起义的战事!

措辞铿锵有力!充溢豪迈的战斗气概!其中的

%叫&%镰刀斧头&%重重&%农民个个&%同仇&更是

朴素如话!为典型的口语体语言# 试比较几种

译本*

$#' %627<7?(++'<.(78.//7: 0627O5(<?a.Z+,(7(<

.-: O.(_7(<-

[7>+/,?5+-.(9&(_9

W5?2 <58Y/7.-: 2.__7(+- 5?<Z.--7()&

%F''+<7: Z9?27/.-:/+(:<(532?.-: /70?!

O.(_7(<<2.(7: .Z5??7(2.?(7:)&$赵恒元! .̀,/

W++:<)#%%G*!K'

$! ' %627&(_95<'(+8/.5_7: 0 W+(Y7(L̀7.<.-?

[7>+/,?5+--!

&-: ?270/.30<89?27.-: .e7- Z9:7-+_5-.L

?5+-)&

%6+c.(: ?27/.-:/+(:<- +>7(c27/_5-3+''(7<L

<5+-!

7̀.<.-?<.//2.(Z+,(.(.-8+,(+0(7?./5.?5+-)&

$黄龙!#%%G*#K'

$G'%F,(&(_9(+<70+('(+/7?.(5.- (7>+/,?5+-!

&2.__7(.-: .<58Y/7_.(Y +,(Z.--7(<(7:)&

%627/.-:/+(:<'5/5-3,' +''(7<<5+-<?258Y .-:

2532!

627'7.<.-?<Z7.(5-38+__+- 2.?(7: +-7.-:

.//)&$许渊冲!!""H*!!'

在战争年代!战斗性语言采用口语体更适合

发动群众!更具有号召力!与经过提炼加工之后的

文学语言有很大差别!却不乏鲜明(生动(形象(激

起读者同感的语言特点# 译文$#'中口语体词语

对应的译词分别为* %叫&"%8.//7:&! %镰刀斧

头&"% <58Y/7.-: 2.__7(&!%重重&"%(532?.-:

/70?&(%个个&"%O.(_7(<&( %同仇&"%<2.(7: .

Z5??7(2.?(7:&)译文 $ ! ' 采用了* %叫&"% '(+L

8/.5_7:&!%镰刀斧头&"% <89?27.-: .e7&! %重

重&"% +>7(c27/_5-3&(%农民个个&"% 7̀.<.-?<

.//&(%同仇&"% 2.(Z+,(.(.-8+,(+0(7?./5.?5+-&)

译文$G'中的%叫&对应译词空白!%镰刀斧头&"

% 2.__7(.-: .<58Y/7&! %重重 &"%?258Y .-:

2532&(%农民个个&"%627'7.<.-?<+-7.-: .//&(

%同仇&"%Z7.(5-38+__+- 2.?(7:&#

品读译文!会发现译文$!'与译文$#'和$G'

相比!对%叫& %重重&以及%同仇&的译词的选择

似嫌%脱格&$5-8+_'.?5Z/7'!即与原诗词中战斗性

语言的口语体特点有点不相容*因为 % '(+L

8/.5_7:&% +>7(c27/_5-3&% 2.(Z+,(.(.-8+,(+0(7L

?./5.?5+-&在选词等级上介于一般用语和书面用语

之间!属于较大的字眼!使得原文脱去了口语体的

色彩风貌!语气俨然庄重起来)同时!译文$!'与

译文$#'$G'对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图案%锤头与镰

刀&选择的译词出现细小差异!%镰刀&既可用

%<89?27&!也可用%<58Y/7&!%<89?27&指%.?++/c5?2

./+-32.-:/7.-: .</532?/98,(>7: Z/.:7! ,<7: 0+(

8,??5-3/+-33(.<<.-: 8+(-&!$&@ Q+(-Z9!陆谷孙

等!!""$* #MH! ' 而 %<58Y/7& 是指 %.?++/c5?2 .

8,(>7: Z/.:7.-: .<2+(?2.-:/7! ,<7: 0+(8,??5-3

3(.<<.-: 8+(-&! $5Z5:*#H!!'区别仅在于镰刀把

柄的长短!所刈之物之长短!使用的地域范围的区

别而已)然而!通常的情况是%差之毫厘&!便会

%谬以千里&!译文所传递的信息就会发生偏差)

%2.__7(.-: <58Y/7&译词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

用以指%锤子和镰刀&!源自前苏联用来象征共产

主义的国旗# 译文$#'所对应的%8.//7:&为口俗

用语!平易自然!更贴近原诗词语言的口语体色

彩)然而!译文却将当时衣食难足且地位低下的中

国农民译为了 %0.(_7(<&!成为了 %.'7(<+- c2+

+c-<+(_.-.37<.0.(_&!与 '7.<.-?$7<'78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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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7(8+,-?(57<! .0.(_7(c2++c-<+(

(7-?<.<_.//'5787+0/.-:'!词语内涵之义发生了

改变)译文$G'对%叫&做了意译处理!遣词造句并

非不妥!意思也未相去甚远!然彰显原诗词战斗性

语言口语体的重要词汇却隐身不见了)%重重&一

词译为%?258Y .-: 2532&!浅白易懂!相比译文$#'

的%(532?.-: /70?&!语体色彩与原诗词吻合!同时

更加逼真地反映出农民被重重压迫透不过起来的

处境!达到了译文的效果与质量#

"二% 语言的具象性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斗性语言采取了大量的口

语体词汇!不仅易于理解!便于朗诵!传播战斗精

神!而且细加评赏之下!浅近凝练(笔调自然的口

语体语言融入了汉民族思维的具象性# 这种具象

性思维糅合在口语体语言中!语言则显得更加具

体(生动而又形象!更具有感染力# 能否忠实地译

出这种具象性的语言是译语读者了解毛泽东诗词

中口语体战斗性语言文白互映特点的关键# 试析

.清平乐5蒋桂战争/之上阕*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向飞!!""!*M!'词的上阕共 !!

个字!词句语气叠加!既有口俗用语!又含一般词

汇# 如词中运用了%都是&而非%均为&或其他词

汇!更能彰显语言的大众化)同时!诗人恰如其分

地援引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典故%一枕黄粱&既

为口语体的战斗性语言增添了一丝典雅!又生动

地嘲讽了新老军阀妄图借武力各自称雄的野心!

并且预言了其可悲而失败的下场不过为黄粱一梦

而已# 以下是几种译文*

$#'%@,::7- >77(+0c5-: .-: (.5-

@2+c7(5-3_5<7(9?2(+,32 ?27/.-:!

627c.(/+(:<.(78/.<25-3.-7cL

S7?.-+?27(g+/:7- 5̂//7?R(7._)& $ .̂+6<7L

?,-3̀ +7_<!#%KH*M'

$!'%&Z+/?0(+_?27Z/,7!D

627c.(/+(:<<?.(?7: Z.??/5-3.3.5-!

;(5-35-3:5<?(7<<.-: .-37(?+?2785?5d7-<)

&-+?27(:7.: <7..''/70+(?27_?+2.>7)&$赵

恒元! .̀,/W++:<)#%%G*G#'

$G'%&Z(,'?/982.-37?27c5-: .-: 8/+,: <+?2(7.?L

7-5-3!

&-: ?2705(7._+-3c.(/+(:<<?.(?<(7+'7-5-3!

@2+c7(5-3_5<7(57<.-: 2.?(7: ._5: 2,_.- 8(7.L

?,(7<L

&-+?27('5//+cL827(5<27: 5̂//7?R(7._ ,'+-

?275(.c.Y7-5-3)$黄龙!#%%G*!#'

$$'%&<,::7- Z,(<?+0c5-: .-: (.5-*

627c.(/+(:<0532?.3.5-)

@+c5-3+- 7.(?2 Z,?3(570.-: '.5-!

6279:(7._+0(753-5-3Z,?5- >.5-)& $许渊冲!

!""H*!H'

$M'%627<,::7- 82.-37+0c5-: .-: (.5-

1+_7<c27- c.(/+(:<8/.<2 .3.5-)

5̂<7(57<.-: 3(57>.-87<.(727.(: 7>7(9c27(7!

O+(<+_7. 5̂//7?R(7._! 0+(+?27(<.-532?L

_.(7)&$辜正坤!!"#"*$G'

从口语体语言及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具象性

角度而言!译文$!'似乎会更加形象生动!因为译

者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对%风云突变&及%一

枕黄粱&分别处理为%&Z+/?0(+_?27Z/,7&与%.-L

+?27(:7.: <7..''/7&!充分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

接受需求!却也产生了为追求语言的具象性而导

致译语的夸张与失真)若将此二句进行回译!原诗

词意就转为%晴天霹雳&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之意!原诗词当中生动形象的比喻%一枕黄粱&!

文化色彩黯然流失# 同时!%人间&译为 ?2785?5L

d7-<%公民(市民&!指%.'7(<+- c2+2.<?27/73./

(532??+Z7/+-3?+.'.(?58,/.(8+,-?(9! +(c2+/5>7<

5- .'.(?58,/.('/.87&! $&@ Q+(-Z9!陆谷孙等!

!""$*!NM'译语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与原语区别甚

大)译文$G'采取了边译边释的技巧!如在译句中

加进去了% ?2(7.?7-5-3!05(7!,'+- ?275(.c.Y7-5-3&

等词!没有将简洁有力如白描的战斗性语言体现

出来!生动形象顿减!累赘拖沓有加)译文$$'将

%风云突变&处理为%&<,::7- Z,(<?+0c5-: .-:

(.5-&! %突&的对应译词为%Z,(<?&!语体符合!也

强化了突然性!却弱化了源词中的重点词%变&!

将蒋桂军阀的割地盘踞演变为给人民带来深重苦

难的战争的变化未体现出来)同时对%一枕黄粱

%的处理采用了意译!失去了源词所固有的形象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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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嘲讽# 因此!就第一句而言!译文$#'与译文

$M'既符合源诗词的内容!也保持了其形象!而对

%洒&字的处理比较形象的译法还是译文$#'与

$G'#

"三%语言的诗词体特色

%诗通过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

发情感# 中(英诗各有自己的格律11诗歌翻译

重整体(重精神!成功的诗歌翻译首先是一首诗!

而诗律是不可移植的& $方梦之!!""$*!%G'# 翻

译学者历来认为诗歌的格律因语言及文化障碍而

难以超越只%存其意而异其辞&的桎梏# 诗词体

属于语言风格的范畴!风格浮现或者隐身于作家

所采取的语言形式(措辞(艺术手法!作家的风格

同时也融于其中!因为%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

个性与具体话语情景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

特色&$童庆炳!!"""'# 风格翻译论的要点之一

就是需考虑%原文作品的文体标记&!%具体指作

品的体裁& $周方珠!!""$*#KN'# 中国古典诗词

体主要体现在诗句的字数(行数及其长短(句式的

安排!抑扬顿挫的节奏及韵律等形式特点上# 中

国古典诗词措辞严谨!格律井然!对仗工整!易于

成诵# 毛泽东诗词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娴熟结合

了中国古典诗词体与符合时代需要的口语体战斗

性语言!除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本身所表现出的中

国人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之外!具有很高的美学

欣赏价值!因此译词时需要格外小心处理# 如

.渔家傲5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阕中%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以及下阕中%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唤& %捉& %干&均为典型的口语体!生

动形象!语言浅近凝练!笔调自然!无产阶级奋勇

杀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 与

此同时!整首词每行末押尾韵 %.-&!一押到底!浑

然一体!合乎音乐的节拍!加之口语体的精简语

言!属%诗行简短!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

争的节拍# 在闻一多看来!0爆炸着生命的热与

力-&$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俞金戈等译!#%NH*

!NM'的%鼓点诗句&!为诗歌所欲表现的战斗性起

到了锦上添花之功效# 试探讨以下几种译文*

$#'%&//8(9+,?5- ,-5<+-*

F,(>.- 2.<?.Y7- 12.-3Q,5L?<.-6&

% W+(Y7(< .-: '7.<.-?< .(7 c.Y7-7: 5-

?275(_5//5+-<

6+0532?.<+-7_.-)& $ .̂+6<7?,-3 +̀7_<!

#%KH*#"'

$!'%@2+,?<Z,(<?0+(?2 7ZZ .-: 0/+c*

F,(>.- 2.<8.'?,(7: j2.-3Q,5d.-6&

% 5̂//5+-<+0/.Z+(7(<.-: 0.(_7(<.(7_+Z5/5d7:!

O532?5-3<2+,/:7(?+<2+,/:7(& $赵恒元! .̀,/

W++:<)#%%G*$#'

$G'%&//<2+,?c5?2 +-7>+587.<./+,: .<?2798.-*

0F,(0532?7(<.27.: 2.>78.'?,(7: ./5>7j2.-3

Q,5d.-)-&

%&(+,<7: .(7_5//5+-<+0c+(Y7(<.-: '7.<.-?<

6+.8?5- 8+-87(?&$黄龙!#%%G*G!'

$$'%&//>+587<<2+,?*

0&26 j2.-3Q,5d.- 5<8.'?,(7: Z9+,(_7- .L

27.:6-&

%&(+,<7._5//5+- c+(Y7(<.-: <7(0<?+?.Y7

?273,-!

=-5?7: .<+-7&$许渊冲!!""H*GH'

$M'%1(57<5- +-7>+587.(7<,::7-/927.(: *

&??270(+-?j2.-3Q,5d.- 0.//<.J.5/Z5(:)&

%&2! c+(Y7(<.-: '7.<.-?<! (5<75- _5//5+-<

c5?2 9+,(27.: 25326

O532?.<c7:+-+c&$辜正坤!!"#"*HG'

通过译诗与原诗词的比较!只有译文$G'与

$M'对上阕最后两句处理为押尾韵!译文$$'在

%齐声唤&与%同心干&的译词选择上采取了与原

词字数相同的形式之外!其他译文均 %撷取其

意&!舍弃格律而采取了自由体或散文体的格式)

$!'中词语等级的选择仍是在口语体之上)译文

$$'与$M'中分别使用了感叹句!并添加了感叹词

%&2&!加强了号召性与战斗性!却与原诗词遣词

方面产生出入!因为在原诗词中!找不到任何感叹

词!铿锵语气隐含在诗词中!却又能处处得以体

现)译文$M'中所出现的隐喻%j2.-3Q,5d.- 0.//<.

J.5/Z5(:&也是原诗词中所没有的!形象固然形象!

却在追求韵律方面的硬性对应上违背了诗词本

义# 风格翻译中格律体诗词的译法向来留存争

议!以上译例或者通过改变诗词体律!或者以英诗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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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步$0++?'来代替原诗词中的顿!翻译美学中

所探讨的形式美$Z7.,?95- 0+(_'以及通过形式美

来彰显内容美的意图削弱不少# 毛泽东诗词中战

斗性语言寄身于中国古典诗词体!更能体现其战

争年代%冲锋号&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

东西!变通毛泽东诗词中战斗性语言所附诗词之

形体!译语读者可能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诗词之

意!却与中国传统诗词的形式之美失之交臂!也无

缘体味中国古典诗词体裁为诗词中的战斗性语言

所增添的别样风采# 战斗性语言在战争年代如声

声号角!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节奏!节奏鼓动的是应

战者的血脉!脱离了原诗词体裁中原汁原味上的

诗行长短相间!音韵及节奏等形式规范!战斗性语

言特有的昂扬铿锵也打了折扣!译语读者所获得

只是阅读普通体裁战斗性语言的感知# 上述译词

见仁见智!然译者的努力探讨仍难以避免源词中

的%诗意& $'+7?584,./5?9'美感飘散!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遗憾# 虽然如此!为了增强诗词中口语体

战斗性语言形象化的表达效果!使之句意衔接紧

密!自然流畅!产生感染力!翻译时除了需考虑原

诗词战斗性语言的语域及语言的具象性特征之

外!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对诗词的句式进行

恰当的调整以适应原诗词必不可少的节奏或韵

律# 再分析前例.清平乐5蒋桂战争/!可以看出

对译诗句序进行调整的只有译文$#'# 原诗词中

首句为%风云突变&!以险恶的自然天气作比喻开

始!译者准确把握原诗词的内涵!并在译诗中

%@,::7- >77(+0c5-: .-: (.5-&之后!将第 G 句调

整为译诗中的第 ! 句!在%(.5-&之后紧跟 %<2+c7L

(5-3_5<7(9?2(+,32 ?27/.-:&!形式上的一个小调

整!却使得句意贯然一气!保持了战斗性语言一气

呵成的话语特色# 因此!诗词翻译首先应当%尽

可能保留原文的形式特征!同时又要为这些形式

特征设置必要的语境关联!以便激发读者的语境

搜索导向& $王东风!!"#"*#"'!这并不是要超越

原诗词语境追求片面的艺术效果!这是在追求诗

词翻译中诗词的%诗学生命&之路上的不断探索#

五&结语

李正栓等学者在研究国外毛泽东诗词英译中

提到了余光中及翻译理论家列夫维尔等所倡导的

%理想&的合译模式!同时也探讨了该种模式的局

限性# 战斗性语言是毛泽东诗词中最重要的特点

之一!口语体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毛

泽东诗词在战争年代具有无法比拟的号召及凝聚

力# 翻译理论的多元化为翻译毛泽东诗词中的口

语体战斗性语言提供了多元途径!对其多个译本

不断进行比对分析!找到同质性(更加接近原诗词

精髓的译法!就会为诞生更好的复译本开辟广阔

的前景!战斗性语言中独特的文化魅力便会超越

毛泽东诗词译本本身!在世界文化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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